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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 
◆程思源  赵  慧 

（山东协和学院计算机学院  山东济南  250107） 

 
摘要：在信息化时代，我国各大高校的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实现了相应

的升级，数据库管理系统在图书管理中得到了完美的应用。数字化是现

代图书馆的发展总趋势，同时，建设数据库是促进图书馆实现信息化、

数字化、现代化的关键，也是信息时代图书馆的发展方向。本文从数据

库在图书馆建设中的意义、图书馆数据库建设和维护的必要条件、数据

库的建设、数据库的维护与利用四个方面说明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的建设

和维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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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数据库在图书馆建设中的意义  
1.1 电子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 
数据表明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作用是非常大的，它

的通用性是也其他设备远远不能相比的。计算机技术是现代信息
技术的核心，在高校图书馆管理的主要和核心地位。目前，图书
馆的主要业务，如图书采购、编目、标引、检索、出版管理、标
引、图书归类、参考咨询、图书馆内部管理等，都不同程度地使
用了计算机，并通过计算机实现联合编目、馆际互借等。图书馆
自动化系统种类繁多，在一定程度上使图书馆工作摆脱了人工操
作，使图书馆工作人员摆脱了手工工作，大大提高了馆员的工作
效率和工作质量。它还使图书馆能够提供新的、灵活的、多样化
的服务。 

1.2 图书馆数据库的重要性 
图书馆数据库方便快捷，不仅可以提高使用者对资源的利用

效率，还满足了读者对查阅方面的需要。该图书系统在计算机技
术的支持下，实现了科学合理的架构和资源的数字化，保证了文
档的完整性。它是图书馆的核心部分，能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。
正是由于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运用，打破了传统图书馆管理落
后的局面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 

2 图书馆数据库建设和维护的必要条件  
2.1 领导予以高度重视 
图书馆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工作是非常艰巨的，需要坚实

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撑，因此高校领导应高度重视该项工
作，全方面给予支持与配合。如在数据库建设前就做好计划，选
取标准化数据库格式，根据需要设立相应的规划，为图书馆数据
库的整体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。 

2.2 建设的必要性 
现代图书馆数据库的建立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，既能为学校

的科研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，又能为师生提供方便的服务，是将
教学和研究、学习集于一体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。数据库对于现
代图书馆而言必不可缺的一部分，是图书馆的灵魂所在。  

3 数据库的建设 
3.1 规范标引工作和馆藏资源数据编制  
在选择稳定的数据源的条件下，书目录入和标引工作应严格

执行相应的标准，规范馆藏资源，以确保数据库能够覆盖完善、
高质量的信息资源，提高信息服务的整体水平。   

3.2 数据库的设计  
直接影响数据库模型的设计合理的数据可以存储在系统中

的数据的一种有效方式，方便数据处理系统。在数据库模式的设
计中，既要注意遵循设计规则，确保使用的简洁与方便性，既可
以利用存储空间，减少数据冗余，又可以提高数据库的运行速度。 

3.3 系统模块  
大量数据的收集和数据库的设计是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的

基本要素，系统模块的设计是数据库物化的 终体现。系统模块
主要包括读者管理模块、图书管理模块、图书借阅模块、系统查
询模块等。除了上述模块外，馆际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还包括馆
团联合协调采购、会员图书馆联合编目、自动化建设。联合目录
的实现、联盟与其他传统 C/S 系统之间难以逾越的借还。模块之
间的正常协作是数据库设计的体现。   

3.4 虚拟数据库的建立  
在图书馆虚拟数据库的构建中，采用了主题树设计系统。利

用该系统对图书馆虚拟数据库中的信息资源进行组织，充分展示
了图书馆馆藏网络信息的特点。虚拟数据库信息资源的采集主要
采取人工采集和自动漫游采集两种形式。现代图书馆网络信息收
集常用的方法是网络自动漫游，可以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，也可
以人工制造有用的补充，收集的信息自动漫游给予评价和修正。
图书馆虚拟数据库信息资源应满足一定的要求：保证信息质量，
这是 根本的，也是 重要的标准；要保证网站的安全性和稳定
性；要具有良好的连接速度和简单清晰的界面，易于使用；为了
具有统一的标准原始数据，许多元素，如文本、图像、音频、图
像等，都采用标准存储格式。 

4 数据库的维护与利用  
4.1 数据备份与维护  
大的数据传输，人为的或系统的错误引起的数据错误也在增

加。备份是数据存储维护中 重要的预防措施。在硬盘故障、程
序问题、病毒感染等情况下，备份数据可以为系统修复和数据库
修复提供原始数据。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，应定期对数据库进行
排序，并维护数据库及其索引文件。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
隐患，提高数据库的运行效率，在一定程度上压缩数据系统的信
息。   

4.2 加强协作和共建共享  
数据库建设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，需要大量的人力、

物力和财力，单一部门的数据库建设必然受到技术、人才、资金、
信息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制约。图书馆在自身有限的资源和力量
下，很难建立系统、完善、高质量的数据库和知识系统。正确认
识和处理资源共建与共享之间的关系，通过制定强有力的共享政
策和管理体系，扭转对数据库建设、分开管理和分割的严格壁垒
的局面。积极顺应集约化、基地化、产业化、规模化建设的发展
趋势，尽快实现真正的联合建设、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。    

5 总结 
高校图书馆对特色数据库进行建设和维护，是当前时代发展

与学生发展共同要求。各个高校应加强对特色数据库构建的反
思，通过加强特色数据库投入与制度建设，寻找高能力数据库人
员，丰富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类型，加强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维护与
更新，建设具有独立特色的图书馆数据库管理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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